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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和法治时代

大学签订交换生项目，学生也可以出国交流学习。”朱榄叶介绍，

随着时间的发展，华政“走出去”交流学习的师生越来越多，而

且华政的教师在国外讲课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除了多次外出交

流学习，1993 年和 1998 年我曾到美国旧金山大学为外国学生讲

课；1999 年到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知识产权法；

2001 年，到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讲授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对外贸

易；2002 年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制度。”

关于“请进来”，华政开始也很早。当时，美中法学教育

交流委员会协调美国的学生到中国学习了解中国法律。1982 年，

华政就举办了首届针对外国学生的“暑假汉语法律讲习班”。

1988 年 9 月，首次招收长期留学生到华政学习。如今，经过数

十载的发展，“留学华政”的品牌已打响，形成了学位学历、

长期短期、英文中文项目一应俱全的发展格局。

华政与国际的外事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法学院院长代表团、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法国巴黎第五大

学校长一行、新西兰总理等都曾到访华政。2001 年底，中国成为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朱榄叶与其他两位专家一起成为中国政府推

荐的第一批 WTO 争端解决专家。

作为国内较早获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政法院校，华政引

进了很多海外优秀教育资源，推动了学校教学改革。每年不断

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家的法学院教授到华政开设

课程和讲座，教授国外法律。自 2016 年首次实施“重点引智”

项目以来，华政引进了全球近 40 所高等院校的 89 门全英文授

课课程，收获学生一致好评。

开创合作交流新图景

随着华政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从以法学为主的双

向交流，逐步升级为合作项目引领、多科协同交流、教学科研

互动、师生来往频繁、国际文化浓郁的合作交流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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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 月，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成立，

重点聚焦世界法律文明与国别法、金砖国家引

领全球治理法律机制开展研究，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和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这标志着华政在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上取得了

重要突破，为国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创造了更好的

便利条件。

身处国际大都市上海，70 年来，华政一直秉持着开门办学和

开放办学的国际视野办校理念。从 1956 年开始海外代表团访问接

待到如今近千场外事会面；从 1982 年招收首批 21 名留学生，发

展至年均近千人的留学生规模并成立国际教育学院；从 1983 年徐

盼秋率团赴美国交流考察，至今访问足迹遍布四十余个国家……

众多前辈先贤努力创造的瞩目成就正激励着华政人笃行致知、再

创辉煌，让华政这颗“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在世界舞台绽放更

加璀璨的光芒。

开启走向世界新局面

作为一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多科性院校，华东政法大学的

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与新中国对外交流历史同频共振。1955 年 4

月，时任学校研究处主任徐盼秋便随中国司法工作者访苏代表团

出访苏联。20 世纪 80 年代起，华政逐渐加强与海外高校、机构

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际法学

界的交往。1983 年 4 月，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率团赴

美国交流考察，开启了华政人“走向世界、广交朋友、深交朋友”

的新局面。

跟随徐盼秋的脚步，1985 年，青年教师朱榄叶以访问学者

身份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回忆往昔，华政功勋教授朱

榄叶将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概括为“走出去和请进来”。

“早年间，只有青年教师可以申请美中法学教育交流项目，

到美国的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或者攻读学位，之后华政与多所国外

　　作为一所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多科性院校，华东政法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与新中国对外交流历史同频共振。

开门开放办学造就“新华政”


